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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续论是王初明对二语习得理论的系统性概括和高度升华，也是中国二语习得理论的创新成果。为了深入

理解续论高效促学外语的内在逻辑，本文对续论的核心理据进行了探析：1) 语境观；2) 交互协同；3) 二
语学习心理。这些核心理据有助于相关研究者进一步挖掘其中的语言学习规律，探索更深层次的促学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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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xu-argument is Wang Chuming’s systematic generalization and sublimation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and is also the innovative result of Chines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In order to deeply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xu-argument in promoting the learning of for-
eign language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kernel principles of xu-argument: 1) the view of con-
text; 2) interactive collaboration; 3) psychology of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These nuclear psy-
chological data can help relevant researchers to further explore the ru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explore deeper factors promoting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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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续论”是王初明教授于 2016 年提出的一种语言习得观[1]。该理论一经问世，便在外语界引发了巨

大反响，相关研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究其原因，主要是该理论为提升外语教学功效和外语学习效

率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2]，其中语境观、交互协同和二语学习心理等彰显了其高效促学的内在逻辑和

理念。 
为了更好地了解续论的促学功效、实际应用价值和教育效益，笔者对其核心理据做了相关的探析，

旨在进一步挖掘其中的语言学习规律，探索更深层次的促学因素。 

2. 语境观 

王初明认为语言使用总是发生在语境里，因为语境有两个基本功能：一是促进语言理解，二是启动

语言使用[3]。语言只有与其相匹配的情景语境同时出现时，学习者才能理解语言形式代表的明确意义。

学习者只学习外语语言形式，大脑中却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外语语境，便会被迫将外语语言形式与大脑中

已有的母语语境做错误匹配，从而导致母语式外语的输出，同时严重影响对外语的理解和外语使用的精

确性[4]。2003 年，王初明提出的语境补缺假说凸显了语境对于二语习得的关键性作用，换言之，外语学

习者不仅要学习外语形式，还要学习外语形式所匹配的外语语境，从而强化学习者大脑中外语语境直接

启动外语使用的功能，并相应地抑制母语语境知识补缺。王初明称之为“学相伴，用相随”，简称“学

伴用随”[5]。此外，王初明通过观察幼儿母语习得的过程，论证了“续论”中包含的语境促进语言高效

习得的原理。他认为幼儿母语学习包含与续相关的特征，其中一个就是幼儿在对话过程中所学习的语言

表达都是与语境知识紧密黏合的，对方的肢体语言、面部表情等都能为幼儿的母语理解和习得提供了丰

富的语境[3]。语境赋予了语言符号意义，意义被人感知并储存在大脑中，若要再次启动和使用该语言符

号，必须是出于意义的驱动，而这个意义由语境启动和激发。因此在外语学习过程中，语言符号和语境

需同时存在，语言符号依托语境，产生有意义学习。 
那么，明确了语境知识对外语学习的促进作用，什么样的学习方式才能帮助学习者同时习得语言形

式和与之相匹配的语境知识呢？中国是单语言的国家，缺乏自然的外语学习环境，使得中国的外语学习

者外语学习效率极其低下，埋头苦读十几年，最后却收效甚微。为此，王初明从互动的角度对语境的概

念做了新的阐释，回答了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难题。 
王初明认为，外部环境只有在人的大脑与语言进行互动时才能产生语境作用，离开了人，互动便不

复存在，语境自然消失，因而人才是语境的核心。他把本族人看作是真实语境，与本族人直接对话交流

可以创造直接语境，但同时指出，真实语境不仅限于直接语境，间接语境也有可能是真实语境，例如外

语国家的人所写的文学作品和创作的电视剧电影等文化产品。虽然都是间接语境，但也能为外语学习者

提供真实语境[4]。中国作为单语言国家，缺少与外语母语者直接交流的环境，外语学习基本限制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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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中，因此，间接语境下的真实语境就为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提供了最佳的外语学习环境。 
王初明的“读后续写”正是充分利用了间接真实语境，将语言形式的学习与语境知识的学习相结合，

从而达到高效促学的目的。例如读后续写由抹去结尾的外语读物提供语境，学习者基于前文语境来预测

和续写后续内容，并模仿前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写作风格，这种在语境下学习和使用外语的方式，不仅

促进了学习者对语言的理解和掌握，而且帮助学习者将语言表达与正确的语境进行匹配，从而增加学习

者使用该表达的频率和准确率[6]。此外，王初明还指出，语境促学效应的最大化取决于互动量，无互动

便无语境[4]，当然提前是划分合理的任务难度，在此基础上人与文本进行连续和大量的互动。传统的外

语教学方法冗长而“互动量”大，但却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并非互动“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

题，方法过于简单粗暴而缺乏对“互动环境”的综合考量，忽略了互动形式、互动心理等因素的影响，

难以发挥预期的促学作用。 

3. 交互协同 

王初明提到幼儿在母语学习过程中接触到的语言非常有限且不规整，而且幼儿智力还未发育成熟，

无法靠经验和规律总结系统地接触语言输入，却能够快速又高效地习得语言，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幼儿在

与母语者对话的过程中，当语言表达有困难时，可以模仿成人用语，从而延续对话，并且能在话轮转换

中，根据成人的反馈对自己的输出进行调整。此外，出于实际的交际意愿和轻松无约束的对话环境，儿

童会主动地使用语言，调动语言习得的积极心理因素。基于以上条件，在与语言水平比自己高的成人的

互动对话中，幼儿自然而然处于一个高效的语言学习环境，使得语言的可理解性输入，母语形式的反馈，

对话情境，幼儿的内生表达意愿，幼儿的选择性注意、还有语言调整后的语言输出等多变量之间相互交

互，促成语言高效习得[3]。并且对话越长，话轮越频繁，幼儿获得语言操练的机会就越多，也就越有利

于幼儿的语言习得与提高。 
基于续理论的续作都要求学习者回读并模仿前文学过的语言表达或者语言风格，使得学习者在语言

表达困难时有可供参照和效仿的模板，并不断调整自己的语言产出，提高外语使用的正确率和用词用句

的多样性，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学习者的认知负担，有利于增强学习者的写作意愿和增加开展多轮续作任

务的可能性，从而增加学习者操练的机会。而且，学习者的写作意愿增强，就有利于其调动自身的各种

积极心理资源，主动写，多写。王初明提出的“读后续写”这一学习模式便是模仿了儿童学语的方式，

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话转换为了学习者与文本这一间接真实语境的互动。“续”是互动的源头，无论

是基于续论而提出的续写、续说、还是续译，“续作”任务能激活几乎所有的促学因素，语言理解和产

出的捆绑式学习使得这些变量(如语言构式、心理、认知、社会等)之间相互联通，合力促进语言高效习得

[6]。因此，王初明提出的“读后续写”就是利用了“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牢固联系，强调将语言学

习从原本输入和输出相互割裂的破碎性学习转变为各要素间相互联通，协同运作的整合性学习。 
互动和关联是人大脑的固有属性[5]，无可避免，我们应该从这种关联和互动中找切入点，从而有效

介入语言学习。众多的语言变量通过互动，形成相互交织的巨大语言网络，任何两个变量之间都会产生

直接或间接相互关联与交互，这个网络越大，信息的存储和提取通道越多样，信息在语言网络的黏合点

越多，因而不容易被遗忘，且信息提取的速度也更快捷，提取的方式更多样。王初明的理解产出捆绑式

学习，便是通过整合相关变量，促使各变量之间协同互动，从而启动潜在的促学因素，最终达到续促互

动，互动促学的效果。 

4. 二语学习心理 

二语学习受制于“认知、社会、学习者心理”等非语言变量[5]。交际意图是语言构式与相关语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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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关联的动力。在各种语言变量中，学习者心理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激发学生基于表达需求而

非单纯完成写作任务，去调动前文的语言材料。如何真正培养学生的内生表达需求，而不仅仅限于有限

的课堂写作任务。此外，王初明[3]还指出，学习者在执行续写任务的过程中，若不加约束，随意发挥，

规避前文用语，不与前文的内容和语言协同，那么语言拉平效应便因此弱化[3]。这也成为续任务需要克

服的一大困难。但续任务是一个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若在续任务开展的前期，学生能够单凭兴趣尽情

发挥，表现出对续作的热情，即使语言协同效果不太理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写作一直是许多

学生心里抗拒和抵触的一项学习任务，如果能够首先破除学生对写作的畏惧心理，那么在后续的续写任

务中，学生就能拥有一个积极的心理基础。“续论”揭示了续任务的高效促学机理，各种各样的续任务

被证实有效地发挥了续论的促学功效，但完成续任务的主体是人，这就必然会涉及到认知、心理和社会

等因素的影响。互动能帮助学习者建立语言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但语言习得过程是一个认知、心理

和社会等多变量互动的过程。因此“续论”的关注点还应放在如何为学习者“续力”的问题，提高学习

者对续写任务的兴趣，克服续写任务的给学习者带来的负面情绪，将认知、心理和社会因素纳入续写任

务的设计当中。 
就这个问题而言，王初明通过观察幼儿学语的原理也给出了相应的启示，其根源还在于互动[3]。

Krashen 认为理想的语言输入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下进行的，且注重语言使用的实际意义，同时强调这种语

言输入主要来自于相互关联而且有趣的人际互动。幼儿使用语言的驱动力在于其交际意图，也就是自我

表达和回应交际对象的意愿，在这个过程中幼儿与交际对象产生话轮的更替交换，交际对象的语言水平

通常高于幼儿，因此交际对象大都遵循合作原则，所答即所问。此外，对话这种方式本身具有自适应性

和自我监控功能，保证了对话内容的连贯性和关联性，从而使得对话能够“续”而不断。此外，幼儿在

对话过程中，无外部环境压力或约束，交际对象也通常会给予幼儿较大的包容性，幼儿无需担心犯错或

者答非所问，只需关注自己表达的欲望，幼儿在这种语言环境中能轻松习得语言。当幼儿的智力或认知

水平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成长为少年时，才会更多地关注语言表达的社会功能。续写应视为对话“续”

功能的模拟运用，那么在续写任务设计之初，也许可以考虑保留幼儿对话互动的自然属性，创造一个没

有约束的写作环境，让学习者更多地关注自己表达的欲望，拆除学习者的写作心理屏障，激发积极二语

自我，使得学习者愿意写、想写、多写，帮助学习者进入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7]。 
幼儿语言使用的驱动力在于交际意图，那么，续写任务要如何设计才能激发学习者的交际意图呢？

以往的写作都是学生写完了，老师却很少批改或者反馈，即使有反馈，也只是简单的优秀或者良好笼统

概括，写作任务变成了乏味的单向输出，没有任何的交际功能，并且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学生为了完成

写作任务而写作，出现不愿意写、不想写、少写的普遍现象。而交际意图作为对话或是续写的积极调动

因素，如何将这一积极因素纳入续写任务的设计中是值得探讨的问题。王初明曾指出所谓“续”是指说

话者在语言交际使用中承接他人的表述，阐述自己的思想，前后关联，推动交流[3]。对抹去结尾的文本

进行续写，虽然是承接了文本作者的表述，从而表达自己的思想，但缺少了话轮的转换和交替，本来作

为承接对象的老师由于学生人数众多，很难去一一进行反馈和续话轮。这时是否可以考虑同伴之间来承

接话轮转换的任务呢。当自己的所思所想可以被听见、被看见、被认可，学习者就能将续写变为一种自

主行为，调动自己拥有的积极资源，发挥自身的自主学习能力，积极构建多轮续写互动，真正释放学习

潜力。 

5. 结束语 

“续论”的基本理念是语言是通过“续”学会的，高效率的学习是通过“续”实现的。由于外语学

习会受到母语语境和母语语言结构的干扰，因此王初明主张外语必须在恰当的语境中学习。由续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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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读后续写便是将恰当的语境知识黏附到所学的语言结构上，从而克服母语对外语学习的干扰。此外，

不同的语言变量之间协同互动，也是提高外语学习效率的关键所在，王初明的理解产出捆绑式学习，便

是通过整合相关变量，从而启动潜在的促学因素。由于二语学习还受到认知、心理、社会等非语言因素

的影响，因此还需探究学习者心理和关注学习者情感，为语言学习者“续力”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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